
 水力学研究所 

水力学研究所现有教授（博导）2人，副教授（硕导）2人，工程师 1人，全部

拥有博士学位，有水利工程一级学科下的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硕士点、博士点以及

博士后流动站，承担《水力学 1》、《水力学 2》、《流体力学》、《模型试验与数

据处理》、《计算流体力学》等 5门课程。实验室面积 1500m2，具备流体量测的先

进设备和大流量供水设施，拥有先进的测试仪器和计算机软件。在泄洪消能、空化

空蚀、流激振动、长距离输水、电站尾水河道整治、渗流以及潮流、波浪与泥沙输

运等研究方面成果显著。承担了国家基金、重大项目等科研课题 200余项，获得教

育部、电力部、大禹以及省、市科技进步奖 10 余项，完成教材专著 50 余部。 

 

  



 水资源与防洪研究所 

水资源与防洪研究所一直致力于水资源配置与调控、防洪减灾、水文循环机理、

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工程可变模糊集等课题的研究。现有教师 13人，其中教授 5人，

副教授 5人，讲师 3 人。研究所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支撑等科研项目 100

余项，成果应用于松花江、辽河等大型流域，指导了全国几十座大型水库调度运行，

建立了北京、天津、大连等重要城市的供水、排水调度决策系统，为南水北调等重

大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撑。创新成果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 20余项，并以研究所

为核心，成立水资源调控与防洪减灾辽宁省重点实验室。 

研究所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一方面与

美国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香槟分校、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等学校

形成良好的国际合作，每年均派送学生出国联合培养；另一方面与水利行业管理部

门、科研院所、设计院、大型国企等紧密合作，解决国家水文水资源领域的重大需

求问题，为社会输送大批高质量的技术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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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与水信息研究所 

 “水电与水信息所”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国家需求为目标，

定位于突破未来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电力市场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培养跨学科交

叉人才，解决业界重大需求和难题，服务于绿色家园建设，力争打造国内外一流的

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和电力市场研究与开发顶级团队，成为行业标杆。主要研究方向

为水电系统调度，清洁能源电力市场，多能互补，云计算和大数据。招收水文学及

水资源、水利水电工程、计算机技术应用、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4个专业硕士、博

士。现有教授 1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 人；有来自 IBM、大商期货、东软等国内

外企业科研专职人员 7人。所长程春田教授，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承担了“973”、“863”，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

重点基金课题及中国南方电网、华东电网、东北电网、云南电网、贵州电网、福建

电网、浙江电网、重庆电网、华能澜沧江、华电乌江水电公司等央企项目 100多项。

开发的多层级水电系统调度软件平台在全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占全国水电总装机的

60%左右，每年多消纳水电在百亿度以上；开发的云南电力交易系统平台被国家发改

委在全国推广，多次得到中央电视台、凤凰台报道。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5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二

等奖 10 项；获日内瓦发明展金奖 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项。以实际工程培养学生

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与国际著名学者有广泛的合作和联系，毕业学生深受企业、

高校欢迎，就业于中国南方电网总部、国家电网总部、电力规划总院、水利水电规

划总院、浙江电网、云南电网等电力行业，华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著名 IT

企业，任教于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著名高校。 

 

 

 



 

  



 水利电力研究所 

水利电力研究所（曾称水电站研究室，水利水电研究所）隶属于“水利工程”

一级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水科学与

水利工程”辽宁省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水电机组振动与强度及故障诊

断，电站建筑物结构分析与优化、地下结构抗震，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控制、高坝安

全理论研究，水电工程施工模拟与水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相继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纵向课题

20余项，在机组振动和电站建筑物结构分析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或前列水平，

多项成果曾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在为重大工程服务方面，参与完成了李

家峡、二滩、马来西亚巴贡、巴基斯坦阿莱瓦等常规水电站，以及十余座抽水蓄能

电站的设计研究，近年还承担完成广东岭澳二期、辽宁红沿河一期等核电站的结构

设计及地基安全评价。 

编著教材和学术著作多部（含参编），主要有：《Vibration and Oscillation of 

Hydraulic Machinery》、《水电站建筑物》、《水力机械》、《水轮发电机组振动》、《水

电站建筑物结构分析》、《水电站进水口设计》、《地下结构力学》、《地下结构抗震》、

《抽水蓄能式水电站》、》等，主编了《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力发电卷》。 

研究生毕业去向：主要可从事水利、能源、土木、交通等领域从事设计、教育、

科研、建设和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就业竞争优势明显，发展潜力突出。 

 

参与技术攻关和设计研究的主要工程项目分布图 

  



 水工研究所 

 
  



 海洋工程研究所 

研究所所属“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于 1984 年被授予博士点学科，1988年

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设立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研究所现有 35人,其中中科院

院士 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3人，国家优秀青年

基金获得者 4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5人，在职教授 17人、副教

授 10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三等奖 2项，教育部、交通部、辽宁省等

科学进步奖二十几项，各种专利二十几项，获软件著作权 20余项。目前研究课题包

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各类生产研究课题等。研究所拥有两座多功能水池，

7 座不同功能的水槽。配备有多向不规则波造波机系统、不规则波造波系统、冰区

溢油环境试验系统、PIV 激光流场测试系统等大型仪器设备。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海

岸和近海工程及其对海岸演变和环境的影响；海洋环境因素及海洋灾害对港口及海

上结构物作用；海洋空间资源和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 

 

 

 



 港口与近海工程研究所 

前身港口工程教研室，成立于 1949年，旨在港口规划与物流、港口结构优化设

计等领域培养高素质全方面人才，更好服务社会；研究所在港口空间规划、港口供

应链优化、智慧港口运营与管理、港口信息化与仿真优化，港口环境与能源规划、

港口冷链系统规划以及海岸带生态保护与修复等方向承担大量研究课题，研究成果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10余项。面向国家需求，研究所为我国港口工程领域输送大量

的高端紧缺人才，毕业生受到各大用人单位广泛欢迎；同时，注重国际交流，与美

国、欧洲、日本等学术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鼓励支持博士生出国留学、硕

士生出国短期交流。研究所在科研、教学、服务社会等方面成绩斐然，为国家建设

海洋强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工程抗震研究所 

工程抗震研究所是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分实验室，也是辽宁省防

灾减灾重点实验室，是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和水工结构工程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的依托单位。现有教授 13 人，副教授 8 人，博士生导师 13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 五年来主持国家重大项目 13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以及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同时完成了 60 余项企业委托课题。 

 

 



 水环境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水环境研究所以流域、水系和水利工程为背景，从事水利与环境

交叉领域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是国内最早专门从事该工作的学术单位之一。

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仪器基础专项项目、面上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973”、“863”项目子课题、教育部重点项目课题等 30余

项纵向研究课题；同时承担了各部门委托课题 50余项。鉴定科技成果 4 项，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3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5部，发表学术论文 400余篇。培养博士、硕士

研究生百余名。研究工作针对我国城镇化和水安全重大需求，通过调查、评价和修

复研究，从根本上建立人水和谐关系。研究重点是：水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

弱控区雨洪资源化，健康水源工程建设，流域与河流水质净化，流域水驱灾害分析

与治理等。研究所现有兼职院士 1人，教授 3 人，副教授 2人，硕士生导师 6人。 

  
水源水库冬、夏野外采样现场 

  
人工湿地实际工程：水源水库库前水质净化人工湿地季节变化 

  

水环境室内水质试验设施与水保实验现场 



 岩石破裂与失稳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岩石破裂与失稳研究所（深地工程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6 年，

以国民经济建设中水利水电、土木、交通、矿山、石油与深部地热领域的重大岩体

工程灾害与能源需求为研究背景，基于物理力学试验、数值模拟及大规模科学计算、

工程监测与灾害预警方法，开展岩石破坏机理及岩石工程灾害（滑坡、突水、岩爆、

崩塌、洞库失稳、瓦斯突出等）等具有挑战性的重大岩体工程稳定性计算分析与安

全监测研究。本研究所在岩石破坏理论与方法、数值模拟与并行计算、岩体工程灾

害监测预警方面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优势方向，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在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事长、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

唐春安教授的带领下，形成教授 3 名，副教授 5 名、讲师及博士后 4 名、研究生 70

余名的研究团队。本团队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体资助，承担各类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100 余项，包括 973 项目及其子

课题 5 项、重点研发项目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国际合作和重大科学

仪器开发项目各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0 余项。与加拿大、澳大利亚、

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研究机构开展了密切合作研究，邀请 4 名著名海外

学者作为海天学术大师，每年多名研究生出国合作科研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团队

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包括 2014 年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技进步特

等奖、2019 年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自然科学特等奖各 1 项。 

 

岩体洞室围岩的稳定性监测与数值模拟 

 
岩体工程稳定性监测与预警技术在全国各地的应用分布 

南水北调骨干工程：
引汉济渭输水隧(98.3km)
岩爆、突水灾害监测预警

世界最大规模引水隧洞群：
锦屏二级引水隧道岩爆预警

露天转地下：唐钢石人沟
铁矿采场安全微震监测特强震区大岗山右岸边坡

、高拱坝稳定性微震监测

成果成功应用于水电高陡边坡滑坡、高拱坝

损伤、石油洞库渗流特性评估、煤矿突水等

重大岩体工程灾害的监测预警，有效地实现

了工程灾害事故的主控防控。

世界最高拱坝：锦屏一
级左岸边坡滑坡预警

长距离输水隧道：新疆艾比
湖隧道岩爆监测预警

富水矿区：陕西煤化
工董家河煤矿底板突
水灾害监测预警

世界最大抽水蓄能电站：丰宁抽水蓄
能站高边坡、地下厂房安全监测

富水矿区：张马屯铁矿
突冒突涌微震监测预警

瓦斯富集区：淮南矿业集
团瓦斯突出微震监测预警

国家战略油库：锦州某油
库群稳定性大数据监测



 岩土工程研究所 

岩土工程研究所是水利工程与土木工程学科的重要科学研究、教学与研究生培

养基地。研究所由教授 6人，副教授 3人，高级工程师 2人组成，其中，博士生导

师 7人。实验室拥有岩土高低温高压差静动测试系统、土工鼓式离心机试验系统、

土工静力－动力液压三轴－扭转多功能剪切仪、土工非饱和三轴试验系统、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冷冻高速离心机等国际领先、国内一流的大型试验系统。重点研究

方向：1）海洋能源开发中的岩土工程建设；2）岩土工程灾害模拟、监测与评价。 

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及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20余项及社会服务项目 40多项。近 5年出版专著 6 部。发表论文 300

余篇， 200余篇被 SCI、EI、ISTP检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港口科技

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辽宁省科学技术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和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励。 

   

静动力扭-剪三轴仪                  土工鼓式离心机 

   
岩土高低温高压差静动测试系统         GDS 非饱和三轴试验系统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冷冻高速离心机 



 结构工程研究所 

结构工程研究所由我国著名结构工程专家赵国藩院士等创立，建设工程学部最

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是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结构

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现有教职工 22人，其中，博士生指导

教师 8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11 人。承担了国家攀登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及重点项目、省

部委委托项目和国家、省部级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等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曾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 11项，省部级科技奖 40余项， 在国际著名学

术期刊发表论文 200 余篇，主编或参编规范 10 余本，出版专著及教材 20 余部，已

培养博士生 200多人，硕士生 600多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结构可靠度理论及

其应用、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结构基本理论、结构抗震性能和设计理论、钢结构、

木结构及组合结构、结构耐久性、大型及新型结构数值分析和试验研究。 

 



 结构监控研究所 

结构监控研究所，创建于 2014年，主要开展灾害荷载作用下工程结构分析、控

制和健康监测等相关理论、实验与工程应用研究工作。现有科研人员 7 人，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人，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1人，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入

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 1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项。 

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村镇建筑灾变机理与适宜性防灾设计理论”（3738万

元）、国家基金创新群体“工程安全与监控”（一期和二期，总资助金额 1200 万元）、

973课题“特大跨桥梁性能感知理论与方法”（673万元）、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台风

多发地区村镇建筑抗风与控制关键技术研究”（648万元）等一批国家重点和重大项

目。主编和参编标准规范 10多部，相关研究成果应用于多项大型工程中，诸如：全

国十大剧院之一“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夏季达沃斯论坛永久会址）、世界最高等级

深水港“天津港”等，提高了工程结构的安全度，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部分减震控制工程案例 

  

渤海 NB35-2WHPB海洋平台健康监测 沈阳伯官大桥健康监测 



 桥隧工程研究所 

桥隧工程研究所现有教授 5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1人、工程师 3 人，设有教

育部“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博士点、硕士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现代桥梁设

计理论及新型桥梁结构；2.桥梁结构分析与工程控制；3.桥梁抗震；4.桥梁结构检

测与健康监测；5.桥梁风工程；6.桥梁拓宽加固技术；7.隧道及地下工程安全监测。

桥隧工程研究所下设有桥隧结构实验室和风洞实验室，于 2015 年被国家发改委批

准为桥梁与隧道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近年来，桥隧工程研究所将科研与

工程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承担了包括多座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型桥梁在内的设计项

目 200余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课题在内的科研项目 100 余项，积累

了丰富的设计和科研经验。很多桥梁设计科研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部分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特别在独塔砼斜拉桥与刚构协作体系、斜拉悬吊协作体系、砼自锚

式悬索桥、钢管砼单片桁架拱桥、先简支后连续施工工艺、旧桥的加宽加固设计、

跨海大桥设计关键技术、弯桥设计方法等领域具有重大创新。近几年，科研成果获

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6项，省部级优秀设计奖 15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6项，出版

专著 3部，发表论文 300余篇。 

 

大连星海湾跨海大桥 

 

 



 建筑材料研究所 

建筑材料研究所始建于 1949年，是面向土木、水利、交通学科的重要教学和科

研基地，为全国建筑材料学科研究会副理事长单位，国内、国际声誉良好。主要承

担本科“建筑材料”课程、“道路建筑材料”课程、“土木水利学科前沿试验”课程、

毕业论文、大学生创新实践教学任务和建筑材料学科研究生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建

筑材料实验平台设备先进、科研环境优越、管理科学。 

目前研究所教师共 9名，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2人、高工 2人、工程师 1人，

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7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3人、辽宁省百千万人

才工程“百人层次”1人、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1人、大连市领军后

备人才 3人；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 1人。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及士后 60余人。 

研究所在材料学（建筑材料方向）、结构工程等学科招收学术型研究生，在土木

水利领域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现代混凝土理论与技术、特种

工程材料技术与应用、固体废弃物建材资源化、多功能可持续土木工程材料、功能

和智能建筑材料等。近 5年获得国家科技支撑重大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 30 余项，发表论文 360 篇，SCI、EI检索 205 篇，专利 50 项，专著 5部，

各类成果奖励 10余项。 

建筑材料（土木工程材料）是土木工程领域最具活力的发展方向，真诚期待大

家加入建筑材料研究所大家庭！积极支持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优秀硕士

毕业生可直接推荐到国际知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联合培养。 

 

 



 工程力学研究所  

工程力学研究所隶属于结构工程专业方向，主要负责建工学部本科生和研究生基础

力学和专业力学方面的教学工作，同时在结构工程的相关领域开展多方面科研工作。目

前研究所有教授 4名，副教授 1名，讲师 1名。其中博士生导师 2人，硕士生导师 4人，

国家万人教学名师 1人，宝钢奖获得者 3人，5位教师均多次获得过大连理工大学教学

质量优秀奖。 

  工程力学研究所目前开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十余门中（英）文课程，其中结构

力学、材料力学（英文）均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结构力学、工程力学被评为辽宁省

精品课程，多次荣获国家、省部和校级教学成果奖。  

 在学科建设方面，工程力学研究所依托于结构工程和港海工程专业从事广泛的科研

工作。先后承担了 973和 863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事

业合作等三十余项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各类结构的静动力、疲劳、稳定性等

力学计算分析；结构的弹塑性分析方法研究和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开发；结构安全性

评定与加固方法研究；结构可靠度分析及优化；码头结构力学分析及设计研究；堆场防

风防尘设计研究；结构振动控制及非线性计算分析；高阶数值算法，包括高阶有限元、

谱单元、求积元等以及它们在固体和流体力学中的应用等。研究所多年来已培养博士、

硕士研究生百余人，在国内外期刊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新港港务公司五、六区泊位改造工程     西部内河散货堆场防风防尘设计施工技术研究 

   

 

管道桥风振响应分析 

 

 

  

轻型导管架码头结构优化设计  



 智能结构系统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智能结构系统研究所成立于 2006 年 5 月。研究所以欧进萍院士

科研团队为核心，致力于重大工程结构的健康监测与智能控制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工

程技术研究。本所的研究内容涉及工程力学、动力系统、系统学、信息处理、控制

论等理论领域和防灾减灾工程、结构工程、地震工程、风工程、海洋工程、控制工

程、材料工程等工程领域。本所目前教职人员 11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教

授 7人。自本所成立以来，承担包括国家 863 计划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在内的项目 20 余项，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20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项，培养研究生 200 余名。 

  



 结构诊治研究所 

土木工程学院“结构诊治研究所”隶属于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工程”国家重点学

科，是“工程安全与监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重大土木水利工程防灾

减灾国家“111”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的重要组成。现有教职员工 10 人，其中教授 1 人，

副教授 4 人，工程师 3 人。该所师资队伍雄厚，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2人（兼职），教

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1人，国家“973 计划”青年首席科学家 1人，国家“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人等。 

研究所长期致力于“结构健康监测”领域的理论方法、技术标准和工程应用研究，

方向主要包括大跨度桥梁监测系统优化设计与系统集成、基于监测的桥梁性能演化分析

及灾变预警、中小跨径桥梁不中断交通快速检测与评估等。目前该所在：土木工程一级

学科招收博士后，在结构工程（监控方向）、桥梁与隧道工程（桥梁方向）、防灾减灾

工程及防护工程 3个土木工程二级学科招收研究生。 

研究所先后主持国家“973 计划”青年首席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霍英东基金等纵向项目，成果

在沈阳伯官大桥、杭州九堡大桥、舟山甬东至长峙大桥、宁波清水浦大桥、宁波象山港

大桥等重大工程结构健康监测系统设计、现场实施、升级改造和数据分析中得到推广应

用，先后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辽宁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一等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创新银奖等重要科技奖励。 

 

宁波象山港大桥结构健康监测咨询（主跨 688 米）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研究所创建于 1999年。1999年 9月开始招

收第一届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本科生，2000 年获得本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4年成为学校“211 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8年获批辽宁省重

点学科。2011年 4月建环专业实验室通过土木水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

建设验收。2012 年 5 月通过全国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育质量评估，2017 年 5 月通

过质量评估复评。 

经过 20 年的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环境设备工程研究所形成了建筑与飞机

舱室环境构建与评价、建筑能源供应与输配、建筑设备开发、可持续性建筑技术等

特色研究方向。拥有人工环境气候室、空气源热泵性能综合实验台、大型飞机客舱

环境实验台、太阳能-土壤源热泵实验台等一批先进的实验系统及设备。先后承担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2 项，子课题 6 项；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子课题 10 余项；国家基金 13项；承担中芬、中美、中澳、中韩等政府间

国际合作项目，以及与美国波音公司、日本松下公司等跨国公司合作项目 10余项。

发表专著 5部，国际期刊 SCI论文 100余篇。参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 1项，省部

级科技奖 3项。 

研究所现有教师 10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5人，讲师 1人，工程师 1人，

博士后 1人。依托研究所获批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1人，国家优青 1人，引进

海外学术大师 1人、客座教授 5人，海天学者 4人。 

 

   

图：人工气候室与大型客舱环境实验台 

 
  

  



 建筑环境与新能源研究所 

建筑环境与新能源研究所成立于 2002年 10 月。目前研究所拥有教授 1名、副

教授 3名、讲师 1名、聘请客座教授 7名。通过多学科交叉合作及聘请国际知名专

家为客座教授、开放式人才积聚等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团队。特别是近年

来创造性地提出了融合中华传统文化的节律协同气候自适应建筑室内环境营造、健

康室内环境营造及常态化防疫等理论和方法，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自本所

成立以来，承担包括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在内的项目 20余项，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200余篇，授权专利 20余项，

培养研究生 100余名。主要研究专题包括： 

 节律协同气候自适应建筑室内环境营造理论与方法 

 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适应性感知环境信息化技术 

 结合文化背景人的室内环境需求描述及适宜技术 

 室内健康环境表征参数及评价方法 

 智慧城市健康人居环境营造理论和技术 

 建筑物自然能源高效利用系统及关键技术 

 健康人居环境营造与常态化防疫 

 

 
 

 

  



 建筑能源研究所 

研究所所训 

立德，明志，担当，奉献，创新，求实，格严，致远 

研究方向 

1）建筑能源系统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 

2）暖通空调智能控制理论与技术 

3）机电系统 BIM 集成设计与装配式技术 

4）强化传热与新型热泵制冷智能装备 

5）热电冷 PVT技术及建筑一体化 

6）工业能源系统节能技术与装备 

研究所概况 

 现有科研人员 16 人。海天学者 1人、客座教授 9人。博士生 25人，硕士生 34

人。 

 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100 余项，经费总额 6000 余万元。完成 20 余项工程示

范项目。 

 获各类专利 7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300余篇。 

 获省级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教学成果一

等奖 2项。 

 2014 年 11月通过“辽宁省绿色建筑与节能工程实验室”论证，拥有国际领先、

国内一流的自制实验平台。 

 



 道路工程研究所 

 研究所概况 

现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3人，讲师 2 人，工程师 1人，拥有道路工程实验室。近年来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建设部国家级示范工程研究项目、国家 863

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等 60余项，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广岛大学、日本长岗大学、美国北

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美国田纳西大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交流。在路面结构设计理论、路面力学与数值分析、道路建筑新材料新工艺、废旧物利用

及路面再生机理、(改性)乳化沥青及混合料性能、路面养护与管理技术，以及沥青胶结料/沥青

混合料弹-黏塑性力学性能、路用性能的理论分析与试验检测方法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科学研究。

同时，以“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以及沈山高速、丹本高速、长四高速等公路建设为契机，自

主研发了集成化道路桥梁工程 CAD 系统，承担了 30 余项道路桥梁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监测、

检测评估等社会服务工作。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教学成果奖 10 余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

其中 SCI/EI收录 150余篇，编写专著及教材 6部。 

 主要研究方向 

1、路面结构设计理论及路面力学       2、道路工程集成化与智能化设计方法 

3、废旧物再利用及路面再生            4、路面材料特性与新材料研发 

5、路面结构与路面材料试验检测        6、路面养护与管理技术 

    

   

     

沥青混合料细观观力学数值分析



 交通规划研究所 

交通规划研究所拥有教授（博导）2人，副教授（硕导）3人，外聘海天学者教

授 2人，全部具有博士学位。拥有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市政工程二级学

科博士点、交通系统工程二级学科博士点（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 

交通规划研究所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全部教师具有长期国外留学经历，

每年选派优秀研究生到麻省理工学院、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名古屋大学、丹麦

技术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联合培养，组织海外夏令营赴东京大

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进行短期交流，为高校

与科研单位、交通管理与规划设计部门输送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领军人才。

同时，该所还设置了交通运输工程全英文授课硕士点，培养了来自亚洲、非洲、南

美洲等 14个国家的数十名来华留学生。 

交通规划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15项、国际合作项目 3项、交通运输部、辽宁省、大连市等省市政府

项目 20 余项，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交通行为分析与建模、时空行为和交通需求管理、

新能源与互联网定制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和交通整合规划及建模、智能网联车辆规

划及优化、应急物流规划与优化、交通安全分析与建模、电子商务与物流管理等。 

团队成员：赵胜川教授、刘锴教授、钟绍鹏副教授、廉莲副教授、周红媚副教

授。 

 
智能交通实验室 

 
赴日本参观神奈川县交警指挥中心 



 智能交通研究所 

大连理工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智能交通研究所成立于 2009年 9月，现有专职教师

5人（其中高级职称 3人，中级职称 2人），担负着培养德才兼备的智能交通高级应

用技术人才的使命。智能交通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改善交

通基础设施、交通管理与交通服务，从而使交通运输系统更加智能、更加安全、更

加高效、更加环保。自成立以来，智能交通研究所与国内外高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2项、世界银行交通发

展项目 5 项以及国内各地的工程咨询和技术开发项目 10 余项，科研经费总额超过

1000万元。智能交通研究所的相关研究领域包括：自动驾驶环境下的交通流特征分

析、交通仿真与决策支持系统、人工智能交通信号控制方法和技术、智能公交运营

与调度、智能交通系统规划与设计、互联网交通、交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信息环

境下的出行者行为与出行决策、交通安全与事故预防等。在日新月异的交通革命前

夜，智能交通研究所期待着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两方面为大连理工大学创建“双

一流”高校做出新的贡献。 

 

  



 建设管理系 

土木工程管理学科培养具备工程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工程管理人才。

本学科依托大连理工大学实力雄厚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设有土木工程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和土木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该学科点下

设工程项目管理研究所、建设经济管理研究所、建设技术与信息工程研究所、房地

产研究所和工程管理实验室。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项，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 3项，经费达到 1500 多万元，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华夏奖三等奖 1

项，发表论文 300多篇，其中 EI、SCI检索 80 多篇，与国内、港澳及国外的高校有

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研究领域包括：工程管理中信息技术应用、建筑工业化、工程

项目环境管理、房地产开发、数字建造与管理、项目可持续性、项目治理、基础设

施韧性等。本专业就业面宽、社会需求量大，培养的研究生受到大型建设企业和房

地产企业的普遍欢迎。 

                                       

  
近年出版的著作和教材 



 深海工程研究中心 

深海工程研究中心于 2006年成立，旨在服务国家重大海洋战略要求、促进我国

深海工程技术进步、推动海洋工程学科发展。中心现有全职工作人员 12 人，兼职人

员 2人。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5人，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1人。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海洋工程结构设计与分析、海洋工程环境与水动力分析、可

再生能源装备、海洋工程结构检测与监测技术等。成立以来，组织和承担了多项国

家级重要研究项目，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973”首席项目、国家“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博士后基金等。近 5年来，发表研究论文 20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励 5项、国家发明专利 10项、软件著作权 6 项。 

此外，正在建设教育部“深海工程创新实验基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多功能

风、浪、流联合深水实验平台（50X30X10米）。 

   

 


